
 渭水先生，字雪谷，1890年8
月6日在宜蘭出生。從小受業於漢文教
師張茂才，一直到16歲才進入宜蘭公
學校就讀。渭水先生天資聰穎，接受日
式教育僅僅四年，即於1910年考上台
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天的國立台灣大
學醫學院）。1915年醫學校畢業，回到
故鄉的宜蘭醫院實習一年後再度返回
台北，在大稻埕太平町（今天的延平北
路）開設「大安醫院」，專門治療內科、
婦科與花柳病。
 
 緊接的幾年裏，世界上連續
發生了兩起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大事
件。首先是1917年，列寧領導革命成功，在俄國建立
了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並且輸出革命，鼓舞世界各
國被壓迫的工農階級，聯合起來推翻政府。再來就
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
倡導「民族自決」的理念，影響所及，世界各地的弱
小民族和殖民地，都紛紛興起民族復興或是追求獨
立的運動。

 處於殖民地的台灣知識份子受到這兩個大
思潮〈「民族自決」和「階級革命」〉的洗禮，也紛紛
組織各種社團，開始積極討論政治和社會運動的議
題。渭水先生也在1917年，在他診所的隔壁，經營「
春風得意樓」酒家。他經常邀集醫師、學生與社會人
士來討論有關台灣社會的弊病和改革的方案。

 1920年，台灣留日的知識青年100多人，以
推動台灣的政治改革為訴求，組織了「新民會」。他
們出版《台灣青年》雜誌，一方面向日本政府要求取
消「六三法」，另一方面也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台灣
人自己的議會。〈註：這裏提到的「六三法」，就是日
本政府於1896年在台灣頒佈的第六三號法律。依據
這一條法律，台灣總督享有在台灣自行頒佈法令的
權力。由於擁有這一個不受制衡的立法權，日本派

駐台灣的總督，儼然就是台灣的「土皇
帝」。〉

 在渭水先生的認知裡，台灣人之所以
會淪為次等民族，就是因為台灣人的知
識低落和文化匱乏所致。於是，1920
年11月，渭水先生在他的「大安醫院」
隔壁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專門經
銷海外的雜誌及書籍，讓臺灣人有機
會接觸到一次大戰後主宰世界潮流的
新思想。同時，公司也積極推銷「新民
會」的《台灣青年》雜誌，鼓勵青年學
生多多閱讀。

 1921年1月30日，林獻堂先生〈霧峰林家的
大公子〉在日本領導成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團」，
第一次正式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設立「
台灣議會」。這一個消息傳回台灣，立即引發台灣社
會的熱烈迴響。渭水先生於是在同年7月，搭船到日
本親訪林獻堂，兩人見面商議後決定在台灣籌組「台
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渭水先生回到台
灣，就以自己的醫院作為籌備處，行醫之餘，開始積
極的四處結合同志。

 

就讀總督府醫學校時代的蔣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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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運動的先驅 ─ 蔣渭水醫師
日治時期的台灣，曾經熊熊燃起過一場蓬勃的，百花齊放的政治社會運動。
當時的台籍知識菁英，與工農群眾結合，為了爭取台灣人的尊嚴與權力，勇
敢的衝撞日本在台的威權體制。貫穿這一段歷史的靈魂人物，就是被當時的
台灣總督府視為「頭號敵人」的蔣渭水醫師。本文敘述的就是他的故事。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
蔣渭水前排左三，林獻堂前排中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



「台灣文化協會」果然於1921年
10月17日在台北市靜修女學校舉
行成立大會，與會的社會人士以
及青年學生一共有300多人，他
們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
協理，渭水先生為專務理事，創
立會員總共有1032人。

 渭水先生一向主張，台灣
人若是要爭取與日本人平起平坐
的權利，首先就必須提高自己的
智識和文化水準。於是在「文協」
的第一號會報，他別出心裁的以一種擬人化的方式，
發表了一篇〈臨床講義 ̶ 關於名為臺灣的病人〉的
文章，文中他毫不留情的痛陳臺灣社會所患的種種
病症，同時也很有遠見的提出治病迫切需要的治療
方法。

 為了醫治台灣人「知識的營
養不良症」，「文協」成立之
後，馬上採用發行會刊、成立
讀報社、舉辦演講會和演出
文話劇等等活動來啟迪民
智。同時也喊出「台灣是台灣
人的台灣」、「台灣是世界的
台灣」的口號，來促進普羅大
眾的政治覺醒。「文協」更積
極向台灣人宣導改戒社會的
陋習，譬如吸鴉片、迷信以及
鋪張浪費的建醮酬神等等。 
 

 為了讓影響的層面能夠由年輕的一代擴展到
全民，《台灣青年》雜誌在1922年4月改名為《台灣》
雜誌。同時為了讓不懂日文的民眾也能夠接受文化
啟蒙，「台灣雜誌社」開始發行一本以白話中文為主的
《台灣民報》，而《台灣民報》在台灣的總批發處，就
由渭水先生設置在他醫院的隔壁。

 「文協」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中，以巡迴各
地的「文化演講會」最具影響力。這項活動初期只在
城市舉行。從1923年的下半年起，開始巡迴到各鄉

鎮演講，這一項活動在1925和1926年達到最高
潮，每一年都有超過300場的演講，也因此引起了台
灣總督府的注意。於是總督府頒佈《學術講習會取締
規則》，派出警察在演講會場監聽，如果有官方認為
不妥的內容，警方隨時可以出面制止，更換講員。若
是有嚴重違規的情形，警方還可以立即解散集會。以
1926年舉辦的文化演講會為例，全年315場的活
動，總共有157次的演講被中途制止，還有35次遭
到中途解散的命運。

台灣文化協會北港讀報社

「知識的營養不良症」〈原稿為日文，譯文取自【7】〉
患者：台灣

..........................................................
既往症：幼年時，〔及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

腦明晰，意志堅強，品性高尚，身手矯健。自入
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
弱，品行卑劣，節操日下。轉日本帝國後，接受
不完整的治療，稍見恢復，為因慢性中毒長達
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痊癒。

現症：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
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固，罔顧衛
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
墮落怠惰，腐敗、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
惰性滿滿、意氣蕭沉、了無生氣。

..............................................................
預斷：因素質純良，若能施以適當療法，尚可迅速治

療。反之，若療法錯誤，遷延時日有病入膏肓
死亡之虞。 

療法：原因療法，即根本治療。
處方：正規學校教育 最大量 

補習教育  最大量 
幼稚園  最大量 
圖書館  最大量 
讀報社  最大量 

若能調和上述各劑，迅速服用可於二十年內根治。尚
有其他特效藥品，此處從略。 

大正十年（1921）十一月三十日 主治醫師　蔣渭水

《台灣民報》總批發處，
位於渭水先生的大安醫院旁
《台灣民報》總批發處，



 當時主導台灣
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
是包含著兩股不同的
勢力。一部分的社運人
士打著「民族自決」的
大旗，他們聯合台籍的
資本家，來對抗日本的
帝國主義。他們主張從
設置台灣議會開始著
手，先讓台灣人取得政
治實力，再來達成台灣自治的目的。
這一派人士，就是俗稱的「右派」。另
有一部分的社運人士則是以「階級革命」為手段。他
們認為，無論是日本或是台灣的資本家，都壓迫著台
灣的勞工以及農民。所以他們不但反日本政府和日
本財團，也反台籍的地主和資本家。他們企圖推翻總
督府，追求台灣獨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這
一派人士，就是俗稱的「左派」。左右兩派之間，有時
會相互合作，有時也會彼此鬥爭。
 
 隨著「文協」的活動日益熱絡，內部左右兩派
的路線之爭也逐漸升高。就在這一個時機點，彰化二
林發生了「二林蔗農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因為當地
的蔗農，認為本地資本家「林本源製糖會社」長久以
低價強制採收甘蔗。不滿的蔗農在1925年10月22
日聚眾抗議，結果與前來維持秩序的日本警察發生
嚴重的肢體衝突。事發後警方大肆逮捕蔗農，甚至連
旁觀看熱鬧的民眾也不放過。日警的執法過當，引發
農民強烈的不滿。於是農運團體「台灣農民組合」如
雨後春筍般的在全島各地紛紛成立。農民運動開始
蓬勃發展，「文協」裏左派的聲勢也跟著水漲船高。 

 預感到「文協」內部的路線衝突有一發不可
收拾的危機，渭水先生在1927年元旦，發表了一篇
著名的「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談話。但是兩天
後的 1月3日，左派在「文協」的年度大會裡引進大批
的左派青年學生，再以多數表決的方式，取得「文協」
完全的領導權。新當權的左派人士馬上調整「文協」
未來發展的方向，確認採取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路
線，於是包括渭水先生在內的右派人士紛紛出走，並
且商議另組政治團體。 

 有了「文協」的前車之鑑，台灣總督府不再輕
易批准任何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團體。所以渭
水先生與右派人士們先後以「台灣自治會」，「台灣革
新會」以及「台灣民黨」的名稱申請登記，都沒有獲得
總督府的許可，甚至連他們聚會討論也遭到日本警

察驅散。渭水先生
等人不願屈服，6
月時再度集會，決
定以「台灣民眾黨」
為名，再一次向總
督府申請備案。由
於刻意避免提及
民族主義的綱領，
這一次的申請終於
獲得總督府的許

可。1927年7月10日，「
台灣民眾黨」正式舉行

創立大會，台灣史上第一個現代政黨於焉誕生。

 「民眾黨」成立以後，立刻積極舉辦巡迴的「
民眾講座」，與左派獲得領導權之後的「新文協」展開
激烈的競爭。當時的《台灣民報》，因為股東多為地主
及資產階級，所以政治立場與「民眾黨」接近。「新文
協」於是另外發行《台灣大眾時報》與之抗衡，甚至操
作民眾拒買《台灣民報》。 

 由於「新文協」採取激進路線，在接連幾次的
抗爭活動之後，終於遭到總督府的強力鎮壓，主要幹
部，不是被捕入獄，就是逃亡中國。於是「新文協」的
會務陷於停頓，它所領導的勞工運動也後繼乏力。 

 「民眾黨」成立之後，渭水先生就致力於發
展勞工運動。自從「新文協」受到總督府的強力鎮壓
而一蹶不振，整個勞工運動就通通被渭水先生統合
到「民眾黨」之下。1928年2月19日，台灣29個工會
組織在台北市蓬萊閣舉行「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大
會，成為台灣第一個全島性的工會組織。在渭水先生
的指導下，到1928年底，全島工友會已經擴展至69
個團體，並且發動了十餘次的罷工。台灣的勞工運動
於是繼農民運動之後，開始蓬勃的發展。  

 渭水先生積極發展勞工運動，雖然擴大了「民
眾黨」的影響力，卻也使「民眾黨」激進的路線愈來愈
明顯，這使得黨內主張採「議會路線」的溫和派漸漸無
法容忍，於是林獻堂等人終於出走。其間兩方面雖然
多次會談，希望避免分裂，但是仍然無法達成共識。主
張「議會路線」的溫和派人士終於在1930年8月正式
脫離「民眾黨」，另外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溫和派出走之後，渭水先生旋即提議修改黨
綱，以確立「民眾黨」朝工農運動發展的方向。1931
年2月18日，「民眾黨」召開第四屆黨員大會，黨員以

台灣民眾黨第一次黨務磋商會，1927年



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渭水先生提出的黨綱修正案。這
時在會場外面監視的台北警署署長，立即率員警進
場，以「民眾黨」違反法令為理由，當場宣布政黨解
散處份。同時命令員警立即逮捕包括渭水先生在內
的16名「民眾黨」主要幹部〈但是三天後即獲釋〉。成
立僅僅三年六個月的「台灣民眾黨」，就此遭到解散
的命運。

 「民眾黨」遭到解散之後，渭水先生依然積
極四處奔走，圖謀再起。沒有想到幾個月後，渭水先
生突然感染傷寒，在1931年8月5日驟然病逝，享年
四十歲。 臨終遣言：「台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
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 奮
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切望
為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望。」

 8月23日上午，台灣各界在台北迪化街的「永
樂座」舉辦「故蔣渭水先生之台灣大眾葬儀」，有五千餘

人參加。移靈時，天空突降大雨，但是送葬群眾無人退
避，全程陪同渭水先生走完這一段人間最後的旅途。
 
 「台灣民眾黨」遭到解散以後，「台灣地方
自治聯盟」成為台灣人碩果僅存的社運團體。雖然
他們曾經在1935年向總督府爭取到成立一半官
派，一半民選的「市議會」和「街庄協議會」，但是在

1937年因為中日戰爭爆發，政治氣氛日趨緊
張，而自動宣佈解散。日治時期台灣人一度蓬
勃璀燦的社會運動，從此劃下了歷史的句點。
 
  渭水先生一生受日警拘捕、囚禁達十餘次，但
是都沒有改變他為台灣人奮鬥努力的初衷。由
於擁有這一種「徹底不妥協」的精神，同志們譽
他為「最純潔的理想主義者」。更令人感動的是
渭水先生捨棄醫生優渥的生活，他不但將「大安
醫院」的收入全部投入社會運動，更將「大安醫
院」變成當時同志的集合所、食堂和旅社。而且
他從來不居功，也不以領袖自居，拍照時從來不
坐中間的位置。渭水先生這種毫無「英雄主義」
的做法與修養，使他成為同志間公認的領袖，也
被支持群眾尊稱為「台灣人的救主」。

 可惜渭水先生英年早逝，而且一生的心血與
家產，全部投入給為台灣人民爭取權利與尊嚴的政
治社會運動。離世時，非但沒有留下任何恆產給弱
妻與稚子，而且租來的房舍被追討，就連家中唯一
值錢的電話也被抵押還債。往生後家境的蕭條，在
渭水先生的友人張晴川先生所寫的一首詩裏描寫
得最為貼切：
「傷心身外一無餘，剩得蕭條數卷書，兒女遺孤猶
在讀，親朋同志痛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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